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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东陵“一号陵园”墓主身份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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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东陵是研究秦人从封国到帝国丧葬理念发展变化的重要遗址。本文结合2011年以来的考古勘探及出土

资料，从秦人陵园形制发展演变过程的角度出发，提出20世纪80年代对秦东陵陵区所划分的第一、二、三号陵园应

属同一陵区，原第一号陵园为主茔域，其内南北2座“亚”字形大墓墓主分别为秦昭襄王与其后；原第二号陵园和

第三号陵园为原第一号陵园的陪葬区，墓主分别为唐太后和悼太子及妃嫔。

KEYWORDS: Qin Dongling Mausoleum, Mausoleum Park No. 1, King Zhaoxiang of Qin
ABSTRACT: The Qin Dongling mausoleum area is a crucial site for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funerary ideology as the 

Qin state transformed from a vassal state into an empire. By integrating new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unearthed materials, 
this paper reassesses the subdivision of the Qin Dongling mausoleum area into the so-called ‘mausoleum parks No. 1, No. 2, 
and No. 3’, as established in the 1980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se areas actually constitute a single cemetery. Based on 
the latest archaeological results, the original ‘Mausoleum Park No. 1’ is identified as the main area of the cemetery belonging 
to King Zhaoxiang of Qin and his queen. Meanwhile, the original ‘Mausoleum Park No. 2’ and ‘Mausoleum Park No. 3’ are 
attributed to Dowager Tang, Prince Dao, and his concubines, respectively.

秦东陵，即文献中所记载的秦“芷阳陵

区”[1]。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东陵遗址范围进

行了调查勘探和初步研究，以人工环壕或自

然沟壑为界将整个陵区划分为4个陵园[2]。之

后涌现了多篇关于秦东陵的研究成果，其中

关于其墓主身份有多种推测，至今尚无定论。

2011～2015年，为明确遗址范围、形制及文化

遗存构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安市临潼

区秦东陵文管所再次对秦东陵进行大面积考古

勘探，基本掌握了陵区的规模、布局与内涵，

也为进一步确认陵区的划分与墓主人的身份提

供重要参考[3]。本文依据最新的勘探资料，结

合前人研究成果，对秦东陵“一号陵园”的划

分范围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界定和蠡测，不妥之

处，请方家指正。

一、“一号陵园”范围界定

根据秦人陵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形制特

征，结合陵区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及新获得的考

古勘探资料，本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划分的4座

陵园实为2座，原第一、二、三号陵园为一号陵

园及其陪葬区，原第四号陵园为另外一座独立

陵园，原因如下。

从20世纪80年代所划分的4个陵园的主墓葬

形制来看，第一号陵园主墓为2座“亚”字形

墓，第二号陵园主墓为1座“中”字形墓，第三

号陵园主墓为2座“中”字形墓，第四号陵园主

墓为1座“亚”字形墓。从秦人陵区主墓墓葬形

制发展来看，在春秋早期的大堡子山陵区主墓

形制为“中”字形[4]；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秦

雍城陵区各陵园主墓形制依旧为“中”字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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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战国晚期的秦咸阳陵区、韩森冢以及神禾原秦

陵，陵园内主墓葬形制开始变为“亚”字形[6]；

秦统一时期的秦始皇陵墓葬形制亦为带四条墓

道的“亚”字形[7]（表一）。秦东陵属于战国

晚期陵园，作为独立陵园内的主墓葬形制应和

同一时期其他陵园内“亚”字形的主墓葬形制

一致。原第二号陵园和第三号陵园等级最高的

墓葬形制均为“中”字形，从等级上讲不能构成

一座独立陵园的主墓。

从战国晚期其他秦陵陵园围沟围墙情况来

看，咸阳严家沟陵园由内外两重陵园组成，外

陵园以长方形外围沟和外垣墙界分，内陵园由

长方形内垣墙围就[8]。咸阳“周王陵”陵园亦由

内外两重陵园组成，外陵园以长方形外垣墙和外

围沟界分，内陵园由长方形内壕沟和内围墙共同

围就[9]。司家庄陵园则由“外围沟—中围沟—垣

墙—内围沟”形成长方形陵园结构[10]。长安神禾

原秦陵是由长方形的围沟和垣墙界分，其内还存

在中部隔墙，被认为是内围墙的简化版[11]。骊山

秦始皇帝陵园继承了战国晚期南北向双重围墙的

秦陵园结构[12]。如此来看，从战国中晚期至秦

统一时期秦陵陵园应分别有围就主墓和界分陵

园范围的围沟或围墙。新的勘探结果显示，原

第二号陵园仅在其陵园内分布6条自然形成的冲

击沟；原第三号陵园仅在“中”字形墓葬四周

发现长方形围墓沟，未发现人为界分2座陵园明

确范围的标志，将其看作是2座独立的陵园似乎

是不妥的。

同时，原第一号陵园四面存在明确的人

为修建的围沟，且第一、二、三号陵园共处于

年代 陵园 主墓葬情况 围沟围墙情况

春秋
早期

大堡子山陵区 2座东西向“中”字形 无

平阳陵区 1座东西向“中”字形 无

春秋中
期至战
国中期

雍城
陵区

一号 3座东西向“中”字形，1座东向“甲”字形 梯形中围沟

二号 1座东西向“中”字形 梯形中围沟，马蹄形内围沟

三号 1座东西向“中”字形 梯形中围沟，马蹄形内围沟

四号 2座东西向“中”字形 长方形中围沟

五号 1座东西向“中”字形 无

六号 2座东西向“中”字形，1座东西向“甲”字形 梯形中围沟

七号 1座东西向“中”字形 无

八号 1座东西向“中”字形 与十二、十三号陵园共用方形中围沟

九号 2座东西向“中”字形 方形中围沟，两主墓各一马蹄形内围沟

十号 1座东西向“中”字形 方形中围沟，马蹄形内围沟

十一号 2座东西向“中”字形 方形中围沟

十二号 1座东西向“中”字形 与八号、十三号陵园共用方形中围沟

十三号 1座东西向“中”字形
与八号、十二号陵园共用方形中围沟，

马蹄形内围沟

十四号 1座南北向“中”字形，2座东西向“中”字形 方形中围沟

战国
晚期

咸阳
陵区

严家沟 2座东向“亚”字形 长方形外围沟和内、外垣墙

二号
（“周王陵”）

2座东向“亚”字形 长方形内、外垣墙和内、外围沟

司家庄 1座东向“亚”字形，1座东向“甲”字形 长方形内、中、外围沟及垣墙

韩森冢 1座东向“亚”字形，1座不明 不明

神禾原 1座东向“亚”字形 长方形围沟、垣墙及隔墙

秦统一
骊山
陵区

始皇陵 1座东向“亚”字形 长方形内、外围墙

表一  秦人各陵区陵园形制统计表（秦东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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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独立的韩峪塬地之上，东为韩峪古河道，

其余三面环以韩峪沟和王坡沟。位于其南的第

四号陵园则处于另一相对独立的山前冲击斜塬

之上，南为洪庆沟，北邻小峪沟，与“一号

陵园”均分别位于两个独立区域。从相对位

置来看，第一、二、三号陵园分布位置相对集

中且独立，属有意规划为之，中部为分布有2

座“亚”字形大墓且带长方形围沟的“一号陵

园”，东西为等级稍低的陪葬墓区，将其看作

是同一座面积较大的陵园亦是合理的。

从各陵园所占面积来看，原第一号陵园最

新勘探总面积约82万平方米，第二号陵园和第

三号陵园总面积分别为52万和50万平方米，后2

座陵园面积相较于“一号陵园”来说较小。综

上根据陵园位置、面积与形制等判断，原第二

号陵园和第三号陵园应均为原第一号陵园的陪

葬墓区，此三座陵园应属同一陵区。

二、各陵园所葬墓主梳理

对于秦东陵所葬墓主，文献中如是记载。

《史记·秦本纪》：“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

葬芷阳……（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

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五十六

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

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13]《史记·秦始皇

本纪》：“昭襄王享国五十六，葬茝阳。”[14]

《史记·六国年表》：“太子质于魏者死，归

葬芷阳。”[15]《史记·吕不韦列传》：“夏太后

子庄襄王葬芷阳……始皇十九年，太后薨，

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16]《水经

注·渭水》：“秦襄王葬芷阳者是也，谓之霸

上。”[17]从此可知，按照下葬顺序葬于芷阳陵

区的有：悼太子、宣太后、昭襄王与唐太后、

庄襄王与帝太后。

此前已有多位学者对秦东陵各陵园墓主身

份进行了推测。程学华认为第一号陵园内的2座

“亚”字形大墓其一合葬昭襄王与唐太后，另

一合葬孝文王与华阳太后，第二号陵园“中”

字形墓葬悼太子，第三号陵园西南规模较大的

“中”字形墓葬宣太后，第四号陵园内“亚”

字形墓为庄襄王和帝太后的合葬墓[18]。之后王

学理、尚志儒提出西南为秦人尊长的传统，认

为第四号陵园内“亚”字形墓葬昭襄王与唐太

后，第一号陵园内南北2座“亚”字形墓墓主分

别是庄襄王与帝太后以及孝文王与华阳太后，

第二号陵园和第三号陵园分别为宣太后和悼太

子而设[19]。但是上述几位学者均忽视了自战国

中期后各陵园已经开始实行国君为中心的独立

陵园制度，即每座陵园只葬一代国君，王与后

异穴合葬这一历史现象[20]。

基于上述研究，张海云、孙铁山提出各陵

园之间按照昭穆制度，第一号陵园内2座“亚”

字形墓异穴合葬秦昭襄王和唐太后，第二号陵

园埋葬悼太子，第三号陵园葬宣太后，第四号

陵园合葬庄襄王与帝太后[21]。赵化成根据各陵

园内的出土器物判断陵园形成的早晚关系，提

出第四号陵园形成时间最早，是昭襄王与王后

及唐太后的陵墓；第一号陵园次之，合葬庄襄

王与帝太后；第二号陵园形成时间与第一号陵

园相当，合葬悼太子与妃嫔；第三号陵园葬宣

太后[22]。

近年来，焦南峰、李岗、王辉、孙伟刚、

梁云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各陵园墓主均有所

提及，虽各观点稍有不同，但基本上已经达成

了第一号陵园内2座“亚”字形大墓合葬秦昭襄

王与其后或妃嫔的统一认识，第四号陵园墓主

为宣太后已无异议[23]。

三、“一号陵园”墓主身份新认识

“一号陵园”中部以围沟围就的南北并列

2座“亚”字形大墓区域，为新划分陵园的核心

区域，按照战国晚期实行以王为中心的独立陵

园制理念，其内应同茔异穴合葬一代王与后，文

献中记载葬于秦东陵符合该条件的秦王只有昭襄

王与庄襄王。2010年11月，西安市公安局缴获了

盗取于“一号陵园”南部“亚”字形墓中的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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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豆1件、漆木豆座3件及螭龙纹竹笥7件[24]。根

据漆木豆豆盘和足座底部刻文，为昭襄王八年

造[25]，毫无疑问，“一号陵园”墓主身份等级

最高者应为秦昭襄王。

从战国晚期各陵园内南北2座“亚”字形

大墓规模来看，位于南部的“亚”字形墓规模

均大于北部，王陵在南后陵在北[26]。经钻探发

现，原第一号陵园带围沟的茔域内，2座“亚”

字形墓形制完全相同，其中南部墓东西215、南

北138米；北部墓东西210.8、南北120.5米，亦

符合南大北小的规律。因此南侧“亚”字形大

墓墓主应为昭襄王，北侧墓主应为昭襄王之后

叶阳后。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昭襄王之妾唐

八子死后，子孝文王追封其为唐太后并将其与

昭襄王合葬在芷阳陵区[27]，据此有学者提出，

一号陵园围沟范围北部的“亚”字形墓墓主应

为唐太后[28]。但目前所确认的战国晚期独立陵

园内，南北并列“亚”字形大墓墓主身份均为

王与后，且据文献记载，唐太后死亡时间先于

秦昭襄王，被追封为太后也是秦昭襄王死亡之

后才发生的[29]。作为秦昭襄王的妾室，先于王

而死，被安葬在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

中，且与王的大墓南北并列于同一围沟之内，

似有所不妥。

20世纪80年代所划分的原第三号陵园的范

围，即本文所说的“一号陵园”西侧陪葬区，

曾出土一铜鼎，其上刻有铭文“私官”[30]。

《汉书·张汤传》载：“大官私官并供其第，两

官使者冠盖不绝，赏赐以千万数”，颜师古注

“私官，皇后之官也”[31]，私官是侍奉后妃、

太后等的食官，推测其墓主可能和太后有关。

目前发现原第三号陵园西南处有一座带长方形

围沟的东西向“中”字形大墓，东西长103、深

21.2米，在两墓道南北侧共分布3座陪葬坑，该

墓在此陵园中规格最高且相对独立，推测其墓

主可能为唐太后。如此唐太后与秦昭襄王陵墓

位于同一陵园内，也符合《史记》中唐太后死

后“合其葬于先王”的记载。

20世纪80年代所划分的第二号陵园的范

围，即本文所说的“一号陵园”东侧陪葬区，

发现1座“中”字形墓和5座“甲”字形墓。其

中“中”字形墓为东西向，东西长77.4米，其

南侧分布陪葬坑3座，其墓主应为悼太子。悼太

子未享国，不可能享用“亚”字形这一高等级

葬制，应作为陪葬与昭襄王葬于同一陵园，葬

于该“中”字形墓葬中是合理的，另外的5座

“甲”字形墓应埋葬的是太子之妃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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